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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和分析了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并介绍了 2016 年度天文联合基

金资助工作的一些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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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情况及其分析

1.1 基本概况

天文联合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第一期协议于 2006
年 8 月 31 日正式签字，资助规模为 1 500 万元；第二期协议于 2009 年 1 月签字，资助规模
同上期；第三期协议于 2011 年 11 月签字，资助规模增加至 2 500 万元；第四期协议于 2015
年 1 月签字，资助规模增加至 4 000 万元。天文联合基金共受理 6 个方面的申请，详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5 年度项目指南》。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共收到申请项目 162 项，其中培育 139 项，重点 23 项，同 2014
年度申请相比，培育项目增加 12 项，重点项目保持不变，申请总金额 15 261 万元。表 1 给
出了近四年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数的情况。通过表 1 可以看出，自 2014 年开始，天文联合
基金申请总量维持在较高水平，2014 年增幅达到 68.54%；2015 年在天文学科常规项目申请
数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 8% 的增幅。

2015 度天文联合基金不予受理申请项目共有 35 项，其中重点项目 4 项，培育 31 项，原
因是：申请代码未按照指南要求填写、申请书正文开头未按照指南要求说明申请所针对的重

要科学问题名称、研究内容不符合指南要求、签名或推荐信是复印件。天文联合基金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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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申请数情况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类别 重点项目 培育项目 重点项目 培育项目 重点项目 培育项目 重点项目 培育项目

项目数 16 63 17 72 23 127 23 139

合计 79 89 150 162

代码、重要科学问题的表述和研究内容都有专门的规定，上述这些问题是近几年都会出现的

问题，需要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加以重视，认真阅读项目指南。

1.2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的统计分析

为对本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的基本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本文从研究类型、单位

分布和申请单位情况三方面，对本年度申请项目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 2、3 和
4 所示。

表 2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按不同研究性质分布情况统计结果

培育项目 重点项目

研究类型 项目数 比例/(%) 项目数 比例/(%)

科学 23 16.55 6 26.09

空间技术 9 6.47 2 8.70

技术方法 53 38.13 10 43.48

数据 21 15.11 5 21.74

应用 16 11.51 0 0.00

设备相关 17 12.23 0 0.00

表 3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的统计结果

高校 科学院 其他科研单位

项目数 比例/(%) 项目数 比例/(%) 项目数 比例/(%)

75+9 51.85 64+14 48.15 0 0

表 4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按不同单位分布情况 (5 项以上)

单位 国台 上台 紫台 云台 天光所 山大

项目数 17 12 8 8 11 6

通过分析表 2—4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表 2 的统计结果显示，天文联合基金项目中，技术方法和科学方面的课题研究的申
请者最多，分别是 38.89% 和 17.90% (2014 年 33.33% 和 16.67%)。

(2) 表 3 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天文联合基金申请项目中，高校和科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 51.85% 和 48.15% (相比于 2014 年的 51.33% 和 46.00%)，今年没有其他科研单位申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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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合基金项目。

(3) 非主要天文单位申请天文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有 81 项，占总项目数的 50.00% (去年
53.33%)。

(4) 申请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项目的单位共有 66 个单位，其中高校 48 个，中国科学
院研究所 18 个。表 4 的统计结果显示，今年国台、上海台、紫台、云台、天光所和山东大学
的申请项目数均在 5 项以上，其中，国台最多，有 17 项。

2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获资助情况及其分析

2.1 资助原则及规模

天文联合基金资助总的指导思想是依据天文联合基金的协议、指南要求和天文学科发展

的需求，认真贯彻党组扩大会议和全委会精神。根据天文联合基金协议和指南，要求尽可能

多支持高校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天文设备所做的研究，建议高校获资助的项目数和资助经费能

够维持在 50％以上。

2015 年是天文联合基金第四期协议执行的第一年，根据最新的协议，2015 年度用于资
助天文联合基金项目的总经费 4 000 万元 (其中直接经费 3 360 万元)，比上一年度的 2 500
万元增加了 1 500 万元，根据本年度项目申请情况，结合同行评议结果，计划资助重点支持
项目 7 项，培育项目 41 项。

2.2 天文联合基金资助情况及分析

在天文联合基金获得资助项目指标、经费的总框架下，依据专家同行评议结果、学科专

家评审组讨论投票、天文联合基金联合工作组批准和委务会审批，实际资助重点支持项目 7
项，直接经费 1 500 万元；资助培育项目 41 项，直接经费 1 860 万元。

通过表 5 可以发现，天文联合基金培育项目的资助率比常规面上项目的资助率 (32.22%)
略低，这主要是由于天文联合基金的申请项目数增长较快，而总的资助经费却根据协议每年

保持不变，虽然今年经费增长幅度较大，但由于天文联合基金申请数连续几年的累计增长，

目前基数较大，导致平均资助率相对偏低。尽管如此，天文联合基金的平均资助率仍能和委

内其他学科的平均资助率持平。

表 5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项目数 经费/万元 平均资助率/(%) 每项平均资助强度/万元

培育项目 41 1 860 29.50 45.37

重点项目 7 1 500 33.33 214.29

我们发现，由于常规面上项目连续两年申请未能获得资助，第三年需要停报一年，这导

致一些连续两年未能获得资助的面上项目申请人开始申请天文联合基金，这从一定程度上也

增加了天文联合基金的竞争。

表 6 的结果表明，培育项目中利用中科院天文台设备从事科学研究项目的平均资助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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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方面的项目资助率要低，这可能和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系统研究人员不能作为申请人

申请此方面内容有关。根据协议和指南，需尽可能多支持高校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天文设备所

做的研究，因此，这方面重点项目的资助率远高于其他方面的申请。

表 6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获资助项目按不同研究性质分布情况统计结果

培育项目 重点项目

研究类型 资助项数
每项平均资助

强度/万元
资助率/(%) 资助项数

每项平均资助

强度/万元
资助率/(%)

科学 5 44.00 21.74 3 216.67 50.00

空间技术 5 46.60

31.03

0 0

23.53

技术方法 10 45.70 1 220

数据 9 45.33 3 210

应用 4 45.25 — —

设备相关 8 45.13 — —

根据天文联合基金协议，建议高校获资助的项目数和资助经费能够维持在 50% 以上，从
表 7 可以看出，高校获得资助的培育项目数、重点支持项目数，以及直接经费资助总额均超
过 50%，获资助项目数所占比例超过申请项目数所占比例。

表 7 2015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获资助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的统计结果

高校 科学院

项目类型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万元

培育项目 22 994 19 866

重点项目 4 850 3 650

合计 26 1 844 22 1 516

所占比例/(%) 54.17 54.88 45.83 45.12

3 2016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工作的一些思考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组织专家对“十三五”期
间天文学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路线，这些会在 2016 年的项目指南中体
现。2016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的项目指南与 2015 年相比，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需要依托单位
科研管理人员和申请人在申请前认真阅读。

在 2016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将继续吸引和调动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充分利用中国
科学院天文观测设备及这些设备获得的数据，开展天文学研究和部分新技术方法研究，促进

我国天文科学研究的发展，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提升我国天文学领域的创新能力。

2016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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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系统所属的各波段的天文观测设备和由这些设备获得的数据
资料开展的科学研究；

(2) 为拟建天文项目所需的关键技术开展的预研究。

4 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 2015 年天文联合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指出了申请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对资助情况进行了简单分析，简单介绍了 2016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工作的一些思考，希望
这些结果能对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和天文工作者今后申请项目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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